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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志是我国历史的丰富遗产之一，编纂地方志在我国有着

悠久、优良，光荣的历史传统，为全世界所少有，而编修交通专

业志，受是属于创举。 ．

国家之有交通，犹人身之有脉络。交通和政治、军事、经

济、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，它的发展过程，有其必然的规律，必须

有专业史志记述其演变，而旧志却记载甚微。

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披荆斩棘，艰苦创业，人才辈

出，硕果累累。南皮县人民继承历代传统的美德，修桥补路，蔚然

成风。惜于历史的局限，屡经战争的创伤和无数的天灾人祸，致

使南皮县直至解放前夕，境内仍多是坑洼不平的土道，砖木结构的

小桥，木轮铁瓦的运输工具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，技术日

新月异的进步，运输量已千百倍于前代。过去的土道木桥，今天

巳变成了平坦的沥青路面和壮观的钢筋混凝土桥梁；靠畜力拉拽

的笨重木轮铁瓦车，已为风驰电掣的机动车所取代。将这些出色

的成就和英雄业绩，记入史册，俾当世有所借鉴。继往开来，更好

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服务，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

贵的历史遗产；用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起到思有以踵前贤而有

所建树的作用。

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一描三中全会以来，全幽政治安定，经济

繁荣，人心归向，前程似锦，是盛世修志的大好时机。用新观点，

新材料、新方法编修社会主义的新《交通志》，是历史赋予我们的

重任。

在编修过程中，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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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砚点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反映了本县交通的

历史和现状。惟因年代久远，叙事面广，史料搜集的深度与广度

还不够，受到编写水平和各方面条件所限制，故遗漏，错误在所难

免，恳请各界贤达，批评指正。

‘交通志>的编纂，虽处于盛世，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它毕

竟是一项新事物，它是全体编修人员善于学习，勇于探索，长期

艰苦工作的成果，同时与沧州地区史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县党史

办、县档案馆，县志办，水利局各有关单位以及交通系统的老干

部、老职工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。在此，我作为南皮县交通局的

一员和本局修志的全体同志，谨此一并致谢。

}l皮县交通局局长

云峰
1987年6月20日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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刖 青

我国方志种类繁多，源远流长，但编写交通专业志，尚无前

例。

自商辟驿递，秦修驰道，至中华民国三千余年，我国交通事

业虽在历代都有所发展，但终无大的突破。尤其南皮地处边沿地

带，不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，所以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，

南皮县的道路仍为土路木桥，交通状况，十分落后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长期处于落

后状态的南皮县交通事业，才获得了新生。尤其自中共十一届三

中全会(1978年12月)以后，南皮县城乡建设蓬勃发展，人民生

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，公路交通事业得到空前发展。铁路，公路

纵横交错，钢筋混凝士桥梁，星罗棋布，一交通事业出现新的面

貌．

当前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之时，南皮县交通

局，根据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精神，谨将当前交通事业的新

变化，如实地记录下来，编纂成南皮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具有时

代特点的‘交通志)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掌握发展规律，以便为今后

的公路交通事业，提供借鉴和依据，并藉以启迪子孙，教育后

代，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。我们在编写‘交通志’的过程

中，尽量详细地占有资料，述而不论。

这本‘交通志)，本着略古详今，横排纵写，实事求是的原

则，特别详记了近几十年来的公路交通的发展变化。因南皮县平

原无山少河流的地理特点．记载中以陆路、陆运为主，地方道路

与公路干线并重。全书共分为：三个部分。概述、志文、附录，

共9篇，32章．57节。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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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修志过程中，蒙沧州地区交通局史志办公室各位领导、交

通运输事业的前辈和县直各有关单位及铁路、水运部门的各位同

志们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有益的指导，谨此一并致谢。‘交通志》的编

写是一项新的工作，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其中不当之处，一定不

少，敬请识者教正。
：



凡 例

凡 例

一，‘南皮县交通志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共十--N--申全

会以来的路线，方针、政策为准绳，记述全县公路交通运输事业

的发展演变史实。

二一本志采取横}l}i'-J类，纵写史实，按照以横为主，纵横结

合，分篇，章、节，目四个档次编排。上限虽起于中华民国元年

(公元1912年)，下限至公元1985年，概述及个别内容因追溯过

去有所延伸，重点为解放后的30余年。

三，全志为概述、志文，附录三大部分。志文共9篇32章57

节，分别以文、图、表，照等形式记载，图，表穿插于志书正文之

中。志首冠以概述，第一篇为大事记，以收开卷了然之效。

四，本志的历史纪年：大事记均以公元纪年，正文自古代至

中华民国以前，用历史习惯纪年法，夹注公历-

五、附录：凡篇章中不便安插，而又确需记载者，统入附

录，以存史料。

六、本志数字使用：(一)纪年、月、II数字及表格中的数

字，百分比，一律用阿拉伯数码，(二)表示数量的数字，在行

文中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记载，特殊情况可用中国数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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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概 述

南皮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，属海河中下游内陆平原与渤海平

原的过渡地区，总面积为798．88平方千米。东西较长，南北较

窄，辖18个乡镇，296个自然村。以鸭梨、粮、棉为主要农产品。

因是古渤海水退之地。地势低洼，有盐碱易涝之特点，因而农作

物多灾低产，经济落后I又为历代政治、军事，文化所制约，南

皮县的交通直处于原始状态。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才

得到有计划的建设，公路交通事业才有了飞跃的发展。

南皮县境内平原无山，河流较少，地形单一，因而构成南皮

县境内只有陆路和陆运的地理特点。它虽是沧州地区的一个小

县。但历史悠久。据考古学家认为，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

晚期．河北境内人类活动范围日益扩大。南皮县境内在人行小路

的基础上，逐渐形成了驮运路。‘太平寰宇记'载，春秋时，齐桓

公北伐山戎过境北去。这说明在尚无南皮县建制前，境内已有了

南北大车道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设县于此。秦修驰道，驰道虽

未达境内．但当时县与县之问，县与郡之间，必有大车道可通。

秦灭汉兴，东汉延光元年(公元122年)，南皮为渤海郡治所在

地。历经三国、东琛西晋，一直到东魏迁郡治于东光，郡治于南皮长

达四百多年。郡治当为一郡的交通枢纽，境内交通当凌驾于一般

地区。唐代沿海地区盐业发展，东盐西运，境内东西走向的道路有

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如现在境内的海泊公路，其前身就是以由运盐为

主的道路演变而来的。北宋及辽在涿、易、雄、霸等州设立榷场，宋

辽贸易，由南皮通过沧州可达以上各地。明洪武八年(公元1375

年)，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，隶属山东布政使司，自山东德州穿

南皮西部，经沧州达天津过永平府出山晦关至辽东，从而形成了

厂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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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德州至天津的通衢大道。当时南皮的道路交通，东西走向的多

以运盐为主，南北走向的则多为军政所需。‘南皮县志’记载，清代

邮递分二宗，一日邮铺，南皮有县前铺，铺司4名；城南五里铺，

铺司2名I城北十里铺，铺司2名，二十里铺，铺司2名；二十五里

铺，铺司2名，计5铺，一日驿站，新桥驿于泊头，驿铺的基础是

道路。到光绪三十年(公元1904年)，裁撤铺驿，将道路按其重

要性分为“官马大道力、“大道"和“小道’’三个等级。南皮境

内在前代道路的基础上，已有了明确的“大道”。

中华民国时期，由于军阀纷争，战乱频繁，南皮县既无工业，

商业也扮凋零，农业亦不景气，经济萧条落后，道路交通仍在

沿用明、清遗留下来的大道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侵略军为达其

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之目的。修了几条土路。由于军事需要而修

的路，往往工期短促，仅求通车，不顾质量。加之我抗日军民实

行“破坏交通战"，境内土路随修随毁，修而复毁，使这些路未

能发挥敌人所预期的作用，但亦为南皮境内公路的萌芽。

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圆建立后，酗民经济发生了新的变

化，政府注意到要使工农业发展，必先发展交通事业。为适合国

情，节约资金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依靠和发动民工建勤，修

复了旧有的土路。并于1969年开始铺设海泊公路南皮至泊头段的

沥青路面，是为南皮境内修筑油路之始。

建国以来，南皮公路交通事业的发腱，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

一、1950年"-'1955年，是地方道路恢复阶段，修复了抗日战

争时期破坏的土路和大道。

二、1956钤,1968年，1956年南皮县正式建立了交通科，发
动民工建勤曾修了全县旧有土路。因修路着眼于经济发展，所以

在这一时废弃了部分抗日战争时期所修的土路，规划了部分新的

路线，公路事业开始步入正轨。

三、1969年"-'1977年，南皮县公路交通事业在“十年动乱’’

中，虽遭受干扰．但由于交通战线上广大职工的努力，仍然有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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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展，海泊公路南皮至泊头段改建为沥青路面，开创了南皮县公

路史上新的一页。

。二 四、1978年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纠正了多年来党
警。、 内“左”的错误，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

t 上来。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。南皮县的交通事业，无论
’

公路建设，还是运输生产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是南皮

县干线公路不断提高，地方道路蓬勃发展的新时期。截止1985年
5一 年底，南皮已由建国前的长不足∞千米坑洼不平的两条土路，发

展为现有国、省，县，乡各级公路25条。其中国道(京福公路)

l条，境内长12．73千米，省道(海泊公路)1条，境内长36．97千

米，县道(乌寨、东寨)2条，共长25．4千米，为油田修筑的小

集至段六拔油路，长13．537千米，乡路13条，共长128．38千米，

县城公路6条，共长3．1千米。全县公路总长2,22．1千米，其中沥

青路共长142．997千米，基本上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沟通各乡

镇，伸向广大农村的公路网。

南皮县境内的桥梁，在解放前基本都是以砖木结构为主。其
． j 建桥方式，多为一般村民摊钱义举修筑，或由私人捐修。这些桥

， 梁虽然尽为砖石简支木桥，但它终究是社会的财富，人民的交通

工具， ·

1949年至1970年以前，全县道路桥梁结构，仍以半永久性桥

梁为主o 1970年以后，随着沥青路面建设的发展，境内桥梁亦由
。

砖木结构向钢筋混凝土永久性迈进。至1985年境内共新建永久性

桥梁191座，总长4803．44延米，星罗棋布在境内的各条公路上。

砖木结构的桥梁，在境内巳为之敛迹。

从以上南皮县公路发展情况来看，不仅结束了几千年古老落

后的交通运输形式，也为今后加速公路现代化建设，奠定了良好
一 的基础。
k

l 运输]：具均变革和运量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进步

{ 的重要标志，是人类文明的窗口。从一条扁担，一个背筐，到车的出

陀



l
＼

I 南皮县交通志 }

．．．—．——．-．．．．．_．————．．———．．—．．．．-．．———。．——————．———．．———．—．．．．．————．．——．——，—————、—．———．．．，．．．．—．．——-———————·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一

现，是交通运输工具的一次大进步。但由于我国封建制度延续

了几千年，车辆始终停留在人力和畜力为动力的水平上，没有突

破性的改进。 一

直到中华民国时期，除过境的津浦铁路上行驶的火车外，南 。≯

皮县境内道路上的运输工具，仍以肩挑的扁担筐、手推的木轮小，

推车和畜力拉拽的木轮铁瓦大车为主。木轮铁瓦大车则多用于农
8

家拉土送粪和拉运庄稼，一般人家也乘坐这种车辆走亲串友。当

时全县没有一辆专业运货的车辆。专为载运旅客的有一种木轮铁 。i

瓦轿车，因车费昂贵；所以全县只有四五辆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境内·‘

虽有了土汽车路和日本侵略军的军用汽车，但只为了其军事侵略

和经济掠夺服务，南皮县广大人民的运输工具仍未改变。运输工 ?

具的古老落后，是经济萧条的具体表现，当时无论载人运货，均

赖人力推车，畜力拉车的驮运，土道木桥，风尘跋涉，不堪其苦。

1950年私营大陆汽车运输公司首先开辟了泊头至宁津的客运、

班车。1956年，南皮、寨子同时成立了马车运输合作社，为南J=：

县有专业运输组织的开始。1958年，木轮铁瓦大车，开始被轴承

胶轮车取代，运输工具又前进了一步。1968年，南皮县运输队购{

进两部汽车参加运输，为南皮境内汽车货运的开始。 ，

1978年以后，党的重点工作转移，伴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， }_

交通运输事业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。在“对外开放，对内搞f

活炒的经济政策指导下，境内新兴的个体、联体客货运输有很大}

发展使南皮的运输工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公路运输的客、货运{

量逐年大度增长。-至1]1985年年底，全县农民拥有各种机动车1884

幅辆(不包括摩托)，县直部门．1614，乡镇企业53辆，运输公}

司27辆，总计2125辆。国营客运，每天往返通过境内的班车，有】

38个车次，个体客运汽车，有32个车次，年总客运量3629 09人{

次，客运周转量为19618177人千米，国营，集体和个体全年货运j

量为336488吨，货运周转量13288640吨千米。

建国以来，南皮县的交通运输事业是从零开始的，其发展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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